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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法国公议局大楼，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时

光流淌，充满了时间沉淀的味道。在这里，可以

重新解构历史，既见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又见

证了天津解放和人民政权的建立。昔日的回

眸，给这幢充满艺术与美感的建筑，增添了跨越

时空的厚重。（节选）

原法国公议局大楼：
庄重典雅的文化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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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北路历史文化街区内，除了琳琅满目
的金融建筑外，还有众多行政办公建筑，原法国
公议局大楼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

法国公议局是法租界负责行政事务的综合
管理机构，直接受租界董事会领导，下设工程处、
捐务处、会计处等部门。法国公议局大楼建于
1929年至1931年，先由法国建筑师慕乐做方案设
计，后由比商义品公司工程师门德尔森正式设
计。主体为三层，两翼为两层，庄重对称，属于典
型的古典三段式结构。基座采用花岗石镶面，外
檐为水刷石断块墙面。主入口上方为三联半圆
形拱，配黑色方钢花格透孔铁门。二层中央为六
根爱奥尼克柱式空廊，柱体下方用宝瓶式栏杆相
连。立面的檐口、腰线等处有丰富的西洋雕刻装
饰。檐部左右两端有三角形断山花，山花内雕刻
花饰盾徽。正门大厅为彩色大理石地面，正前方
黑白相间的大理石台阶十分宽大，几乎成为大厅
的主体。井字梁带花式线条的顶棚，搭配华丽的
八角形吊灯和半圆形铜壁灯。三层议事厅为建
筑内部核心所在，采光极佳，整体以白色为主色，
各细节处辅以金色做造型元素。两侧分设六根
扶壁柱，与外立面柱廊相呼应。顶棚中央为彩色
轧花玻璃采光窗，四周有立体石膏装饰。

整座法国公议局大楼具有欧洲古典复兴风
格，外观雄伟壮观，内装富丽堂皇，优雅而又和谐，
其气派堪与欧洲一些国家的王宫或总统府相媲
美。它被列为特殊保护等级历史风貌建筑、中国
优秀近代建筑、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几十年
来，许多知名的影视作品曾在此取景。一层大厅
和三层议事厅曾作为2009年的国庆献礼电影《建

国大业》中表现美国华盛顿的取景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于9月30日在
塘沽登陆，并在这座大楼内办公。1945
年10月6日上午，在大楼门前的原克雷孟
梭广场，举行了由第三军团司令骆基中将
主持的天津接受日军投降仪式。天津市正
副市长张廷谔、杜建时等中方人员应邀参加了受
降仪式。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内田银之助中将等日
军军官解下佩刀，代表日方在投降备忘录上签
字。自此，日本在天津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成立天津市军事
管制委员会，办公地点最初设在原法国公议局大
楼。市军管会迅速顺利接管了拥有二百万人口
的中国北方第一大工商业城市天津。市军管会
下设办公厅、行政部、接管部、文教部、市政接管
处及塘大军管分会、天津市纠察总队等部门，紧
张有序地接管了国民党天津市政府、警察局，以
及报社、电台、水厂、电厂、银行等重要部门，以最
快速度恢复生产，安定人民生活。1949年1月22

日，根据工作需要，市军管会迁至迪化道
（今鞍山道）办公。

在近代天津各国租界统治机构建筑
中，原法国公议局大楼是现存规模宏大、
艺术水准高超、保存最完好的西式建
筑。在其近百年的历史中，有四十多年
是作为公共图书馆使用的。抗战胜利

后，天津热心文化事业的各界人士倡议建立一座
大型图书馆。1947年5月，天津图书馆筹备委员
会成立，筹备期间接收了日本侵华期间在津建立
的“日本图书馆”藏书。1948年4月，国民党市政
府将大楼拨交天津图书馆作为馆舍并局部开馆。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天津图书馆由市军
管会文教部接管，2月15日正式开馆。1949年3月
与河北省立天津图书馆（原直隶图书馆）合并，称
“天津市第二图书馆”。该馆添购大批图书，开放普
通、工程、儿童、杂志、报章五个阅览室。由于具有
优越的地理位置、安全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文化氛
围，该馆不仅为广大市民提供日常借阅书刊服务，
而且很快成为全市文化、教育活动中心。

1952年1月，天津市第一图书馆（1931年开
馆的原天津市立图书馆，1949年3月改为此名）
与第二图书馆合并为天津市人民图书馆，隶属于
市文化局领导，由时任市文化局副局长的著名作
家、翻译家李霁野兼任馆长，馆址仍设在原法国
公议局大楼。1982年庆祝建馆75周年（以1907
年筹建直隶图书馆时开始计算）时，更名为“天津
图书馆”。由于藏书不断增加，书库占用面积日
益扩展，读者阅览活动区域受到影响，1991年5
月，位于南开区复康路的天津图书馆新馆竣工，
并于当年12月26日正式对外开放。

天津图书馆迁出后，天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于1992年6月由河西区体院北迁至原法国公议
局大楼，后又迁至和平区鞍山道张园内。1995
年，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自解放北路原法国东方汇
理银行大楼迁至原法国公议局大楼，当年5月2
日举行了新馆开馆暨“华夏五千年艺术珍品展”开
幕典礼。此展展出了二百余件书画、瓷器、玉器、
文房四宝等馆藏珍品，代表展品有唐摹本《寒切
帖》、清朱耷纸本水墨画《河上花图》、石鼓砚、西周
克镈、太保鼎、宋拓本《西楼苏帖》等，皆闻名于海
内外。作为国内重要的艺术珍品收藏单位，搬入
新馆后的艺术博物馆，陆续举办了许多重要的展
览，如“近代画坛二十大名家作品展”“徐悲鸿诞辰
100周年纪念展览”“首届中国京剧艺术节美术、摄
影展览”“徐世章先生捐献文物精品展”等，建筑艺
术与华夏瑰宝在此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2004年，天津市艺术博物馆与天津市历史博
物馆合并为天津博物馆，馆址位于河西区友谊
路。此后原法国公议局大楼又长期作为天津市

文化局（文物局）、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天津
市文化和旅游局机关办公楼。

今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全国首家正
式备案登记的数字艺术博物馆——天津数字艺
术博物馆在原法国公议局大楼正式对外开放。
首展“梵高的世界——全景数字艺术互动展”，通
过技术与艺术的创意融合，虚拟与现实交互的全
景环绕，一片片幕布让梵高名作鲜活展现，开创
了“博物馆＋”发展新模式。

承德道与解放北路交口这座法国梧桐掩映
的原法国公议局大楼，在穿越时空的光影交织
下，在随风摇曳的向日葵花
海和风云变幻的星月夜中，
又为公众提供了新的数字艺
术体验。丰厚的历史底蕴与
独特的文化魅力所呈现出的
绚丽光彩，将在这座近百年
的文物建筑中持久绽放。
（题图由《小楼春秋》摄制

组提供）

如今，汉服热度不断升温，“汉服”一词
已不再是新鲜词儿，穿着汉服的人也不再局
限于大学生。别管是隆重的仪式，还是游园
小聚，甚至一个人上街也可以泰然自若地穿
着汉服。原来还想引来些好奇目光，就此网
上网下图个热闹，结果大家已司空见惯。毕
竟20年了，大学生时兴穿汉服是21世纪初，
现在普遍了，穿着者的想法已十分简单：“我
是中国人，我爱中华文化。”这就够了。

记得 2007 年年初，《人民日报·海外
版》约我写一篇文章，希望我就汉服说一下
自己的看法，当时我的观点比较客观，现在
想起来也比较保守。编辑改成的题目是
《汉服堪当中国人的国服吗？》，其实我当时
并没有想这么多。

20年来汉服的发展，实在是超出了我
的想象。中国人都在穿，上有耄耋老人，下
有黄发幼儿，就说大家对汉服的那份热爱
吧，着实折射出中国的崛起。只是穿着汉服
的人很多，看别人穿汉服特喜欢的人也很
多，大家却有些不太清楚的问题，与汉服相
关，也算不上学术。诸如，汉服一说古代有
吗？汉服怎么与日本和服很相似？汉服能
成为中国国服吗？等等。

追本溯源，“汉服”两字曾出现在《辽史·
仪卫志二》中，里面写道：“会同中，太后、北
面臣僚国服；皇帝、南面臣僚汉服。乾亨以
后，大礼虽北面三品以上亦用汉服；重熙以
后，大礼并汉服矣。常服仍遵会同之制。”清
代谈迁《北游录·纪闻下》中记：“辽史，太宗
德光入晋后，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

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其汉服即五代晋
之遗制也。”这里所说的汉服，显然是中原传
统礼服，而国服是指契丹人礼服。另外，近
代徐珂在《清稗类钞·服饰》中写道：“高宗在
宫，尝屡衣汉服，欲竟易之。一日，冕旒袍
服，召所亲近曰：‘朕似汉人否？’一老臣独对
曰：‘皇上于汉诚似矣，而于满则非也。’乃
止。”以上两处的“汉服”显然是按民族论。

还有一些点明汉服的文字，如明代文震
亨《长物志·衣饰》，文中写：“至于蝉冠朱衣，
方心曲领，玉佩朱履之为‘汉服’也。幞头大
袍之为‘隋服’也。”看来这里是按朝代论。
总之，古籍中直接谈及汉服的并不多。我们
现在说的汉服，和几十年来说的唐装，以及
根据清代旗女袍子创就的改良旗袍，指的都
是在西服东渐之后，中国人又强烈追寻区别
于西方的中华民族特色服式，主要是以此来
显示我们的文化血脉。

至于为什么有些人混淆

汉服与日本和服，这要追溯到中国南北朝
时。《三国志·魏志·东夷传》中记，当时的日
本人还穿着原始社会的贯口衣或幅布围
腰。在此之后，活跃在日本政坛的圣德太子
（574—622），虽然48岁离世，但他作为日本
推古天皇的侄子，执政期间狂热引进中国文
化。公元603年，圣德太子颁布“冠位十二
阶”，制定了宫廷用冠和参朝服。当时中国
是隋文帝杨坚仁寿三年。日本画家和田贯
水有一幅作于奈良时代的《圣德太子像》，圣
德太子就是穿戴着中国隋唐男子的惯常衣
着——黑纱幞头与圆领袍衫，腰间束带，拱
手捧握笏板。两旁各站一宫女，从发式到衣
装也皆与隋唐服装一致。日本奈良时代正
值中国盛唐时期，日本派出大批遣唐使，包
括学者、僧侣等，到中国学习和交流。他们
把大唐的文化、艺术、律令和制度等带回国

内，其中也包括更全面的服饰
文化，日本和服的基本形制和

礼仪制度就在这个时期建立，日本的“衣服
令”是奈良时代制定的服饰制度之一。经平
安、镰仓、室町等时代，至江户时代最繁荣，
明治时代和服已定型。

不能否认，和服是基于东方岛国的多种
因素生成并成长的，诸如关注遮挡的同时还
注重通风，尤其是许多穿着上的讲究，与礼
仪密不可分。当然，也必须正视和服是在中
国隋唐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如大襟右掩。日
本女子的主流发型，与中国唐代《簪花仕女
图》中的女子发型几乎一样。有特色的日本
屐，连同二趾袜，早在李白诗里描绘的江南
女子的穿着中就很普遍：“长干吴儿女，眉目
艳新月。屐上足如霜，不著鸦头袜。”鸦头袜
即像鸦嘴一样的二趾袜。应该说，和服和汉
服最大的不同是日本女服的腰带，这是非常
明显的独有装饰。和服配件中主要有带扬、
带缔、带板、带枕、伊达缔、腰纽、胸纽、比翼
等，我们习惯称其为“小包袱”。

现在中国人穿着的所谓“汉服”，集中了
汉唐两代的服装特征，这在明代时曾被以唐
宋服装为原型的戏装概括过。香港回归祖
国前后一段时期流行的“唐装”，则是集中了
清末至20世纪50年代的立领、对襟、疙瘩袢
儿。如果说就要定哪一种为国服，我觉得，
中国太大了，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中华文化
太博大精深了，没有必要也不太容易确定一
种款式或穿戴配套为国服。我们为祖国的强
盛而努力，民族自信，文化复兴，中华服饰源
远流长，国服就在全世界炎黄子孙的心里。

题图摄影：杨文涛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老天津卫东马
路袜子胡同的庆芳茶园里，每天都上演着
这样一幕：茶客们一边品着茶，一边高谈
阔论。忽然楼上一位茶客高声叫道：“茶
房——添水！”楼下立即传来一声：“来了，
您哪！”只见一个绰号叫“小三子”的人，左
手拎着一壶水，右手端着装满瓜子、萝卜
和香烟的箩筐，快步跑上楼，毕恭毕敬地
给茶客倒满茶水，捡起茶客扔到桌子上的
两角小费，一边眉开眼笑地连声道谢，一
边又颠颠地退下楼。这位“小三子”从事
的职业就叫“茶房”，指的是近代天津
在茶馆、戏院、饭馆、澡堂、旅馆等提供
服务的人。茶房大多来自社会底层，
在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有
着高超的服务技巧，靠为顾客提供细
致周到的服务来赚取小费。茶房的人
选很重要，茶房伺候顾客的周到与否，
直接影响着小商业经营的好坏。

天津戏院的茶房俗称“三行”，他们
的工作是给观众找座儿、卖茶水、临时
代观众保管衣帽；售卖糖果、瓜子、萝
卜、鲜货；打手巾把让观众擦脸。茶房
会把“池座”（较好的座位）预先占下，用
以接待给小费的观众。茶房引导顾客
就座，把沏好的茶水壶送来。有的顾客
会把穿戴的大衣、马褂和帽子等交给茶
房保管，茶房给一个小木牌作为凭证。
等到临散戏前，由茶房把衣物取来，茶
房可以得到小费。打手巾把的一般为
两个人，一人负责洗毛巾，另一人在观
众中穿梭，两人在空中以熟练的手法互相传递着手巾把，像演杂技一般，扔
得要准，接得要稳，茶房将毛巾塞给观众擦脸来索要小费。

饭馆的茶房俗称“跑堂的”，他们手快、眼快、嘴快、腿快，有着精明
的头脑，记忆力非常强。过去的饭馆里不写菜名和菜价，都是记在茶房
的头脑里。顾客点菜后，茶房把菜名报到“灶口”上，不开任何单子，全
记在心里。最后算账时，茶房把顾客所吃的饭菜清楚地报出总数。顾
客会把应付的饭费找回来的尾数作为小费付给茶房。茶房把小费交
柜，由账桌上司账的先生代管，最后按各人所担负的职责再进行分配。

澡堂茶房的工作主要是看护存放顾客衣物的木箱。旧时澡堂门前
有副对联：“金鸡未唱汤先暖，云板轻敲客早来”，所以茶房还有一项工
作是每当池子换清水时，敲打“云板”通知附近的人来洗澡。后来茶房
还有“叫醒”服务，给顾客搓澡、捏脚、捶腿，以及代顾客去外边买饭菜
等，通过给顾客提供这些服务来赚取小费，维持基本生活所需。

旅馆的茶房称为“店小二”，他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茶房月薪很低，
收入主要靠旅客给的小费，旅客的小费不是都到了茶房的口袋，而是按照人
员级别分钱，掌柜分一份，茶房头儿分两份，茶房分一份，杂役分得一小份。

茶房这一行业主要活跃在城市的公共场所，很多都是具有标志性的
地方，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城市形象。为了规范管理，政府陆续制定了主
要服务行业的规章制度，戏院、饭馆、澡堂、旅馆业都成立了同业公会，同
业公会也对加入公会的会员在组织上进行更合法、规范统一的管理。虽
然有了政府和民间组织的监督和管理，但是茶房行业还是存在着一些问
题。如戏院茶房售卖糖果、瓜子、萝卜和鲜货，不管顾客意愿如何，明目
张胆地强买强卖。顾客从茶房手中买到的糖果、瓜子、萝卜等，往往较戏
院外边的售价贵几倍。在顾客看戏时，茶房强行将毛巾塞给观众擦脸来
索要小费，在观众席间频繁地往来穿梭，使观众的视线不胜其扰。在上
世纪30年代初期，天津澡堂业出现了男女“洗对盆”的现象，茶房可以代
找陪洗的女人；旅馆茶房可以帮着客人买鸦片烟，甚至端出自己备有的
烟枪、烟灯，送上烟泡，供客人使用。在金钱利益的驱动下，茶房做出了
许多有伤风化、道德败坏的事情，给社会风气带来不良影响。

随着近代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女性开始走出封闭的宅门融入
社会。天津一些电影院、饭馆、茶社和球房等场所，陆续出现了“女茶房”。
女茶房的出现既是生活所迫，也是社会风气渐开的结果。女茶房首先是
从电影院兴起的。当时无声电影片没落了，新兴的有声电影片来源缺乏
接续不上，天津各电影院的业务出现了极不景气的局面。针对这种情况，
天津电影院的经营者添设了一批女售货员，由她们售卖茶水和糖果等招
引观众，人称“女招待”。其他一些场所也纷纷效仿，有的饭馆雇用女招待
招揽顾客，并在饭馆门口立有“女子招待”的招牌。茶社雇用女招待沏茶、
打手巾把、摆瓜子糖果。打台球的球房雇用女子看球台，陪球客打球，要求
女子具有一定的打球水平。商业利益的驱动造就了女招待的出现，女招
待利用自身的优势所在取悦客人，从中获得回报，打压了男茶房的获利空
间，引起了男茶房的不满和抵制。在当时很多人眼里，女招待是一种“不
雅”的职业，有的批评者夸大她们的不正当行为，认为从事女招待的工作导
致这些妇女道德沦丧，要求严加取缔。虽然女招待受到舆论的抨击，但是
她们的生存和职业状况是近代底层职业妇女群体的缩影，在当时的社会
文化背景下，女招待的出现对妇女解放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

咏秋·回文四首

张峻屹

三只家禽从对岸的荷花丛出发，并排
着向这边飞快游来，身后拉出三条整齐的
长线，被阳光一照，闪闪发亮。岸边站立一
对父子，年轻的父亲指着家禽对孩子说，
“来，跟爸爸一起念，鹅，鹅，鹅，曲项向天
歌，白毛浮绿水……”其实，那是三只鸭子，
黑色，来到近前一头扎进水里，屁股撅得老
高，还欢快地一扭一扭。

这是由废弃工厂改造而来的一个办公
园区，楼身简洁透彻，浓浓工业风扑面而
来。众楼环抱之间，有一个两万平方米的
湖，为整个区域的灵魂。湖水并不清澈，色
近黄土，却也抹掉了人造味道，平添狂野。
小乌龟从水中探出头来，嘴巴一张一合，四
条腿有规律地一蹬一蹬，笨拙而悠闲，岸边
的人指指点点，“看，旁边还有一只。”

荷花丛旁，有一探入水中的平台，一只
绿孔雀正在开屏，半圆形的翅膀和后面的树
林、蓝天、水色融为一体，需仔细分辨才能廓
清彼此。三五个和它差不多高的小朋友围
在周边，兴奋地大呼小叫。大人站在孩子后
面，端着手机拍照。孔雀突然收翅，向孩子
们啄了一下，小孩们纷纷后退，差点跌倒。

一旁的保安提醒，“孔雀还有野性，大家
小心点。人多的时候，我就要把它赶走。”边

说边伸出双臂做驱逐状。孔雀并无惊色，慢吞吞踱开。不远处，一只同
等大小的母孔雀正沿木质栈道前行，身后跟随三只小孔雀，像小鸡崽，
拳头大小，灰不溜秋，走路摇摇摆摆。母孔雀见人靠近，一头钻进一人
高的芦苇丛，后半身露在外面。其实它们都不怎么怕人，躲开更像是
一种姿态，即，离我远点，别影响我们走路。三只小孔雀则趁机钻入母
亲翅膀下面，也不叫唤，很乖的样子。

一只兔子从草丛中蹦出来，真的是蹦，它不会好好走路。先是一
个小女孩发现了，大声喊，小白兔，小白兔。马上围过来一群孩子。
小兔耳朵略带粉色，两条后腿沾满泥点，似受过伤，却不影响行动。
有人说，“好脏，散养的吧？它吃什么呢？”我暗笑，路边这么多草，还
不随便吃？一幼童拿着草叶凑近兔子嘴边，兔子瞅一眼，把头扭过
去，也不逃走。它自顾自地左闻闻，右嗅嗅，旁若无人。

围观的人陆续离开，兔子蹦到对面草丛里，挑选嫩叶吃起来。看
来它还是吃草的，只是不吃窝边草，必挑安全处。我很想弄清那些草
的底细，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哪些好吃，哪些勉强糊口；哪些专门
用来挡在门口，哪些可以用来招待客人。它不理我这些问题，只顾认
真地吃，三瓣儿嘴频繁地闭合。它的耳朵始终竖着，偶尔机敏地动一
动。突然，嗖的一下蹦起老高，跌入草丛，哗啦哗啦跑远，再也寻不
见。我奇怪，转身一看，一个女人牵着一条大黑狗从后面气势磅礴地
走来。经过文明训练的人，懂得爱惜动物，狗可没经过训练。兔子看
明白了这件事。

如此一个弹丸之地，明里暗里生活着这么多动物，却一点都不拥
挤。你看不到成片的飞禽走兽，看不到焦虑和追逐。它们在水底安
卧，在树顶上搭铺，在草丛中埋锅造饭，在楼间谈情说爱，娶妻生子。
大家各得其所，各不相扰。

入秋，天高气爽，北雁南飞；

金风萧瑟，稻浪披金；山林斑斓，

霜叶缤纷。感慨系之，吟回文诗

数行。

（一）

秋风萧兮雁飞高，

叶霜如丹胜花娇。

鸥逝霄天青海碧，

悠悠水溪鸣珮瑶。

倒读为：

瑶珮鸣溪水悠悠，

碧海青天霄逝鸥。

娇花胜丹如霜叶，

高飞雁兮萧风秋。

（二）

风清浴硕果，

朗天悦鸟声。

粳稻翻金浪，

野草鸣蛩虫。

倒读为：

虫蛩鸣草野，

浪金翻稻粳。

声鸟悦天朗，

果硕浴清风。

（三）

疏林风瑟瑟，

巢空燕影稀。

竹菊傲霜立，

蓼芦覆寒堤。

倒读为：

堤寒覆芦蓼，

立霜傲菊竹。

稀影燕空巢，

瑟瑟风林疏。

（四）

青草凝寒露，

早霜噤蝉声。

风高凋碧树，

老秋叶半红。

倒读为：

红半叶秋老，

树碧凋高风。

声蝉噤霜早，

露寒凝草青。

在电视、电脑、手机还没有走入千家万户的
时候，人们经常会坐在收音机前，听着电台里播
放的新闻、歌曲、评书等。还会听一些有画面的
内容，比如电影《城南旧事》的原声，还可以听一
场1981年的女排世界杯决赛直播，或者听一首
经典歌曲《我心永恒》。有太多围绕收音机和广
播的有趣故事值得我们去回忆。上映于1987
年，由伍迪·艾伦执导的电影《岁月流声》，就带领观众
重回无线电广播时代，那个他记忆中的黄金时代。

伍迪·艾伦1935年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个
穷苦家庭，15岁就开始为报纸、广播电台写笑话补贴
家用，后来开始尝试写剧本。1969年，34岁的伍迪·
艾伦正式开启导演生涯，至今已拍摄了50余部电影，
获得超过220余次电影奖项提名，获奖140余次。
《岁月流声》的故事背景为上世纪40年代的无线

电广播时代，由一个个有关电台的故事、场景、人物串
联，而这些具体情节都来自伍迪·艾伦自己的童年回
忆。他曾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岁月流声》这部电
影是我最喜欢、并且最私人的一部作品。”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伍迪·艾伦在片中不留

余力地讲述他童年时发生的真实故事。
其中有一件真事，离不开一位有着“电影
魔术师”之称的电影导演，这就是奥逊·
威尔斯。他在26岁时拍摄的第一部电影
《公民凯恩》被称作影史最伟大的作品之
一。但在此之前，他就因为一档广播节
目而声名远播。1938年，23岁的威尔斯
把科幻小说《世界大战》改编制作成广播
剧，通过电台播出。小说描绘了火星人入
侵地球的故事，但威尔斯却以新闻播报的
形式呈现，让许多听众信以为真，甚至造成
了恐慌和困惑。

伍迪·艾伦想通过《岁月流声》重回无
线电时代，所以选择回到他童年生活过的
地方进行拍摄。一直以来，他对拍摄场地
的要求尤为严格，在其电影作品中，为观众

上演了一场又一场的城市漫步。《午夜巴黎》的开场，
将巴黎街头最美好的切面挨个呈现给观众；在《赛末
点》中，他又将镜头转向伦敦，城市的气息也全然变
化；而在《纽约的一个雨天》里，男女主人公会漫步在
纽约雨天的街头。伍迪·艾伦虽然出生于纽约的布鲁
克林，但他记忆中的童年却不在于此，而是一个有着
海滩的海边小镇，并且还一定是灰蒙蒙的下雨天，为
此他和剧组人员进行了大量的勘景，最终在纽约附近
的洛克威度假小镇，找到了他最满意的记忆中的画
面，于是才有了影片中的一组精彩镜头。

9月23日22:25CCTV—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

《岁月流声》，9月24日15:19“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

精彩继续。


